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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广播电视节目传播策略研究：对农传播新视角》是国内第一部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系统探究我国
农村广播电视事业可持续发展的专著，书中全面梳理了我国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广播电视发展的整
个历程，并阐述了目前对农传播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同时分析和考证了国外对农广播电视传播的特
点与经验。
另外，针对我国对农广播电视节目体系的建设和产业化发展也进行了全新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讨。
　　《广播电视节目传播策略研究：对农传播新视角》从宏观的策略、制度体系和产业化发展角度展
开对策层面的探讨，进而在宏观理念到微观措施、产业规划到制度体系等多个层面上提出了我国对农
村节目传播的策略建议，这对我国农村广播电视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和实践参考价值。
　　本书既适合于从事农村广播电视节目传播的从业人员阅读，也适合于高等院校广播电视相关专业
的老师及学生作为参考书，还适合于广播电视相关研究人员参考。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广播电视节目传播策略研究>>

作者简介

　　项仲平，男，1961年5月生，教授，博士。
浙江师范大学硕士生导师，美国杰克逊威尔大学联席教授，英国考文垂大学博士生导师。
现任浙江传媒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国家教育部特色专业广播电视编导专业负责人，浙江省宣传与
文化“五个一批”人才，浙江省广播电视艺术学重点学科（A）负责人，浙江省广播电视编导重点专
业负责人，全国高校影视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浙江省动漫产业协会副会长，浙江省电影电视学会常
务理事，浙江省电视艺术家协会理事，浙江省马克思主义学会常务理事。
　　近年来，作为独立作者和第一作者发表在《中国广播电视学刊》、《现代传播--北京广院学报》
、《电视研究》、《当代传播》、《人大复印资料》等核心刊物的电视专业论文35篇，主持完成的教
育部“十一五”重点课题和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重点课题及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重大
委托课题6个，出版了《电视节目策划》、《电视栏目与频道策划研究》和《文化创意产业与当代艺
术教育的创新研究》等专著5部，2009获得中国广播电视协会中国传媒教育创新人才培养贡献人物。
项仲平曾担任过浙江省金华电视台副台长，中国中央电视台文艺中心戏曲音乐部副主任。
曾担任中央电视台1998年、1999年新年音乐会等大型电视晚会的制片人，获得电视文艺星光奖近十个
。
长期从事电视艺术教学与管理，现主要从事《电视节目策划》《广播电视编导》与《电视栏目与频道
策划》课程的教学。
目前主要的研究方向：广播电视编导与电视栏目、频道等媒体策划与运作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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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对农广播电视节目研究的背景第一节 国内外对农广播电视节目研究的现状及意义第二节 研究
的内容与思路和方法一、研究的主要内容二、基本思路和方法三、主要观点及创新之处第二章 20世纪
我国对农广播电视传播研究第一节 对农广播——作为对农电视的先声第二节 第一个十年：1981-1990
年的对农广播研究——为此后的对农电视研究打下了基础一、传播功能研究：强调对农村广播的宣传
教育功能二、传播定位研究：思考如何在节目内容上适应农民听众的需要，办好对农广播节目，提高
节目传播效果三、传播手段--语言的研究：从广播最主要的传播手段声音出发，专门谈对农广播的语
言修辞问题第三节 第二个十年：1991-2000年——对农电视研究起步，对农广播电视研究逐渐发展一、
问题研究：对我国当时农村电视节目发展现状的调查与思考二、节目与栏目研究：关于当时已有的具
体对农电视栏目创办经验的业务交流三、主持人研究：主要是对农电视节目主持人素养的研究四、体
制研究：集中思考对农广播电视事业发展的体制问题第三章 21世纪我国对农广播电视传播研究第一节 
第三个十年：2001年至今——对农电视传播的研究步入了快速发展阶段一、关于农村观众的调查与研
究二、关于对农电视传播体制的探讨三、从不同角度探讨对农电视存在的各类现实困难与问题四、对
农电视节目创办经验总结与学理思考五、更深层次的对农电视节目中生产创新问题的研究第二节 对农
电视传播研究方法与研究成绩的反思一、研究队伍：两支队伍的融合与壮大二、研究方法：从经验总
结提升到注重实证调查与理论拓展三、研究成果：从业务工作的思考总结逐步走向学术理论探究第四
章 对农电视节目存在问题的研究第一节 对农电视节目的重要性与意义一、农业重要的历史地位二、
国家对“三农”发展的重视三、自身承担的社会责任第二节 对农电视节目宏观层面的问题一、频道与
节目资源的匮乏一、产品性质定位的模糊三、政策与资金支持的不足四、节目传播渠道的不畅五、受
众媒介素养的不高六、节目播出结构的不合理第三节 对农电视节目中观层面的问题一、节目制作理念
的落后一、节目制播体制的僵化三、市场经营方式的落后四、与农业相关部门联动的欠缺五、面对面
现场活动的缺乏六、媒介传播方式的单第四节 对农电视节目微观层面的问题一、节目内容与“三农”
问题的脱离一、节目定位与农民需求的分离三、节目表现形式与农民接受能力的失调四、时间安排与
农民作息时间的错位五、农民式话语体系的缺失六、编创人才知识结构与创作来源的矛盾第五章 从农
村信息传播的低效看对农广播电视的缺失——以浙江衢州农村为例完成的调查报告第一节 浙江衢州农
村广播电视传播的调查背景⋯⋯第六章 国外对农电视节目的研究与启示第七章 对外电视节目可持续
发展的策略研究第八章 中国对农村传播制度体系建设第九章 中国特色对农传播产业化发展战略第十
章 国内央视、省级和市、县主要对农电视栏目简介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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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发表在《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99年第09期上的新疆电视台许晓娟的《小议（农牧天地）栏目的
定位》一文，结合《农牧天地》栏目，谈的是对农电视节目的定位问题。
首先是受众对象定位，给谁看？
《农牧天地》的对象是广大的农牧民及农村基层各级领导，同时也照顾到农村中其他各行各业的人们
。
《农牧天地》不但农牧民喜欢，也适合城里人的口味。
其次是内容定位问题，看什么？
确定《农牧天地》的内容为：服务农牧民，报道农牧业，向社会各界说明农牧业发展中存在的困难，
为农牧民生产、生活出谋划策。
最后是表现方式的问题，怎么办？
在编排节目时要在表现形式上多动脑筋，如何使农民观众在获得信息的同时，又不觉得枯燥乏味。
　　发表在《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0年第12期上的辽宁电视台陶淑莲、胡翎的文章《为农民办节目
“实打实”》，结合实践提出办好对农科教电视节目的三个关键：选材要站在农民的角度上。
农民不关心的内容就应放在次要位置，应该仔细考虑题材是否能给农民朋友带来效益，带来多少收益
，给予农民明确的指导。
内容贴近农民，摸清农民的喜好，使对农电视节目真正能做到既好看，又实用。
农民需要的是具有时间性、实用性与其自身密切相关、简单易学的技术，应该把引起受众兴趣的内容
作为重点。
介绍能给农民带来便利和效益的切实可行的创新农业技术和项目，采用对比法让农民更新观念、开阔
眼界。
开辟一些服务性的小栏目，多传递一些项目动态，市场行情、前景分析、供求信息等有指导性和前瞻
性的信息，开启农村受众的科学意识和经济意识。
摒弃奢华，形式尽量平实。
对农科技节目的受众是朴实无华的农民，因而在节目制作过程中尽量追求平实的风格，少采用包装手
法。
对于眼花缭乱的特技，农民朋友不认同，也不领情，而那些简简单单的风格能让农民更容易领会内容
。
　　河南电视台刘长伟、郭昕晖的文章《浅析对农电视科教节目的接近性》，提出对农电视科教节目
的接近性特点。
首先就是根据农民接受信息的特性，农村受众的文化素质普遍较低，目前仍有文盲半文盲存在，这就
要求面向农民的科教节目所选的题材、所传递的信息具有和他们生活紧密相关的拉平度。
农村受众接触电视的专注性低、目的性弱，收视目的更倾向于娱乐消遣和消磨时间。
这就要求对农科教类节目用兴趣点、用有情节的故事来吸引人。
其次就是对农电视科教类节目内容的接近性。
对农科教节目应该把引起受众兴趣的内容作为重点，如切实可行的创新农业技术能给农民带来什么样
的便利和效益，在什么地区什么条件下适合什么样的发展项目、科普常识介绍等。
最后是对农电视科教类节目形式的接近性，前提是要有一个平视的视角。
语言要通俗化和乡土化，适当运用农谚、歇后语、俗语、顺口溜等的确可以起到很好的“提神儿”作
用，增强其趣味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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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广播电视节目传播策略研究：对农传播新视角》主要介绍：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重点研
究课题及研究成果；浙江省广播电视艺术学重点学科资助项目；国家特色专业——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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